
2023年基地读后感急 银河帝国基地的读
后感(大全7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
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基地读后感急篇一

当然，阿西莫夫的"心理史学"对此是有解释的。心理史学预
测的是宏观历史的发展，而不是微观个体的动作。因此，阿
西莫夫的'假设是，即使哈定、马洛由于种种不确定的原因而
没有掌握端点星的权力，也会有其他"英雄"出现，让基地度
过危机。用书中的话来说："我们盲目信仰谢顿的心理史
学——它最重要的前提之一，就是个人行为绝对不算数，绝
不足以创造历史。因为复杂的社会和经济巨流会将他淹没，
使他成为历史的傀儡。""这些尝试，就像是你在水面上拍击
出的涟漪，而谢顿的巨浪则继续向前推进，虽悄无声息，却
势不可挡。"

基地读后感急篇二

终于在奔波中看完了这一系列的7本书，回味无穷。在看书的
时候就在考虑怎么样来书写自己的感受，却发现犹如陷入银
河的浩瀚中，四处都在闪亮，却难以理出头绪。今天回看了
自己在看完《银河帝国基地》时候的读后感，重温了初读书
时的感受，也解答了之前自己的一些困惑，不如就着上一篇
提到的问题，一并谈谈自己的思考。

首先是哈里?谢顿创立心理史学和建立基地的动机。这部分内
容在第4、5部(即《基地前奏》《迈向基地》)中有详细的过
程，讲述哈里·谢顿是如何从一篇论文开始，一步步走向创



立心理史学以及建立基的过程。据说这两本书是阿西莫夫在
生命中最后五年完成的，通过这两本书为他最爱的主角哈
里·谢顿立传。我在阅读的时候，也采用了作者书写的顺序：
1-2-3-6-7-4-5，最后阅读的这两本书，让整个系列的情感得
到了极大的升华。

当你从端点星的第一次危机开始，在经历了基地-骡-第二基
地-盖亚星系-回到地球的整个历程之后，回看恍若神明般的
哈里?谢顿是如何创立出他那惊世骇俗的心理史学，颇有有一
番滋味。不得不说，小说对人物的塑造太成功了，读者不仅
仅跟着人物经历了历险般的奇遇，更重要的是感受到了从32
岁到82岁这期间人物的成长，相比之下《三体》中的人物经
历乏味的可怜。哈里?谢顿在夫铭的期望下，在铎丝的保护下
不断逃亡，不断思考，终于找到了建立心理史学的可行方式，
也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自称是记者的夫铭，不仅仅是帝
国的首相丹莫刺尔，而且是传说中的机仆丹尼尔，而一直保
护他的铎丝竟然也是机器人。然而他已经深深的爱上了她，
并愿意携手相伴，即使她是个机器人，无法生育。

为了保护谢顿，铎丝遭人暗算而停摆，在临终前，她对谢顿
说：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爱，让我成为了真正的人类。铎
丝的离去成为了谢顿心中难以愈合的伤口，而对铎丝的爱正
是是他研究创立心理史学的动机之一。并不是为了拯救什么，
得到什么，只是因为能够和她在一起。

其次是关于女性角色偏少。读到后来才发现，书中的女性角
色是如此的出彩，各个都是拯救银河系的好手。阻止了骡的
贝妲、鬼灵精怪的艾嘉蒂娅、强权执政的布拉诺市长、全能
少女宝绮丝、以及谢顿的爱人铎丝等等。与《三体》中女性
角色纯为摆设截然不同，每一个女性角色不仅仅活灵活现，
而且都在关键时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者对性别的差异以
及各自的优劣势都有着相当精妙的把握。在基地初期，开拓
疆域是发展的首要任务，因此男性角色偏多，性格也都是英
雄式的聪慧与勇敢。而随着基地的发展，象征精神力量的第



二基地的登场，女性的戏份越来越多，甚至最后的男主崔维
兹的直觉式思考，都让我觉得非常的女性化。而最终出现的
双性人，更让我觉得作者的格局确实很大，不仅没有歧视任
何性别，甚至在思考超越性别的人类会如何发展。

基地读后感急篇三

这是《银河帝国》系列的第一本书，开头便描述了神一样的
哈利。谢顿博士正在同一位数学家探讨以川坨为首都，涵盖
了整个银河系的庞大帝国—银河帝国的未来发展趋势。通过
谢顿博士自创的一门可以用数学工具计算未来的“心理史
学”式，那位数学家惊奇地发现：整个帝国居然会在第三个
世纪后全面瓦解！

当今，川坨上的高级人员早已知晓这个预言，于是自作聪明
地把谢顿流放到了博士早就预料到的地点：端点星。在那儿，
人们将进行一项为复兴帝国而编写的《银河百科全书》的计
划：谢顿计划。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假象。

这本书由著名科幻作家阿西莫夫所著，他的文笔十分简练，
却又处处埋着伏笔，使后文更加精彩、逼真。他以“谢顿计
划”中的谢顿危机为线索，将读者拉入这美妙的意境之中。
而且自己发现书中看似无解问题的破绽，用巧妙的笔法勾出
几位“智者”，由他们带你解释真正的答案。作者构思新颖，
想象力超群，给读者徐徐展开银河帝国的画卷。

我不禁想，如此强大的银河帝国存活了几万年之久，却由于
人们的忘我娱乐与君王的腐败而土崩瓦解，那么我们的当今
社会则绝对是无比幸福的啊。在庞杂繁复的政治中心里，没
有明显的腐化不是非常难得吗？我们要好好珍惜这美好
的“黄金岁月”啊。同时，我们不能像基地开始建设的五十
年里一样无比封建、专注于过去，而要向发动革命的赛佛。
哈定市长学习他，学习他与时俱进的超前思维。



微风钻进卧室，悄悄地平复我好动的心灵。“武力是弱者的
最后手段。”我一遍遍地想着哈定市长的名言，默默地告诫
自己、警示自己。

阿西莫夫的作品无比宏大，令我叹为观止，但我认为他最杰
出的作品，还属《银河帝国》系列小说。

基地读后感急篇四

《基地》讲得是银河帝国从繁荣走向衰弱的故事。作者以他
天马行空的想象以及深入的研究写下这一本书。书中，作者
细致刻画了人物的特点与性格。比如哈定，他不完全相信权
威，而是会自己独立思考，提出疑问，从哈定说的：“这无
异于一种病态——一种条件反躲，遇到需要向权威挑战时，
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就完全关闭……”这一段话中就可以见
一斑了。

《基地》中对未来的科技以及人物的描写，使我感到惊叹。
当时的整个银河系中，居然有将近二千五百万颗住人行星，
而且在川陀，竟然住着一位开拓了“心理史学”的伟大的数
学家——哈里·谢顿。谢顿可以推算出未来所发生的事，他
推出在未来，川陀会毁灭。作者在描写这个故事的时候，用
上了百分率，更让人感觉到这个科幻故事的真实性。

作者阿西莫夫的对未来事情的大胆想象与细腻的描写让我感
觉到这些未来的事情仿佛就近在眼前。帝国从繁荣走向衰败，
以前曾发生过的事情，在未来又“故伎重演”，这是因为在
未来人类还是一如从前的贪婪，依赖。作者通过书写的方式，
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的新奇的科技发展，也让我们看到了
现代社会及人类的不足之处。

这本书不但故事情节新奇有趣，而且有一个特殊的写作手法
也让人感到新奇。那就是作者在书中插入的《银河百科全
书》，让这个故事更加完整。



《基地》里的情节，描写及写作手法，让人难以忘怀，仿佛
身临其境一般。

《基地》是一本怎样的书呢?额，我也不大清楚…作者可是大
大有名，叫艾萨克?阿西莫夫。最有名的是他的机器人三大定律
(这个很牛的)。我也说大不来。

基地则是说写的银河系历史，是科幻小说。里边有个很牛的
理论，叫心理史学，一个很牛的数学家，他发明了这个东西，
通过这个，他可以预测银河系的未来。并知道了盛极一时的
银河帝国将会衰亡，并将由此度过长大三万年的黑暗时间，
为了将这个时间缩短到1000年，他组织了一群科学家，在银
河系的边缘地方――端点星成立了一个叫基地的组织，为了
对抗的银河衰亡而战斗着。

基地是这个系列的第一部，整本书由5个中短篇组成。看完这
本书花了我两个下午，也因为时间比较仓促，可能还有很多
地方没了解到。第一次只看到前2个故事，到今天花了一下午，
到最后差点看不完，就看快了些。现在有内容都几乎不记得
了。

书里有3个牛人，第一个就是数学家谢顿，创立了心理史学，
可以预测未来。成立了基地。第二个就是端点星也就是基地
的第一任市长，哈定。利用宗教控制了对基地虎视眈眈的四
国，而且用宗教传播科学。控制了周围的国家。第三个人是
候洛，出身于基地外的星系，最终却当上了基地的市长，并
用商业战败了最后的敌人，本部书就结束了。

书是写与196几年的，所谓的科幻是那个时候的科技，其实还
是差了很多，至少还没有计算机，不过这并不能掩盖这本书
的精彩，可预测未来的心理史学，虽说在现世不可能成立，
但仍十分出彩，利用宗教传播科学，控制国家，这段是本部
书看的最爽的部分，哈定这个人在书中是个了不起的英雄人
物。之后的候洛在宗教无法控制的情况下，解决了第三



次“谢顿危机”。商业打败了武力。

记录一句话:最后使用武力的都是无能者。

看完书有什么感想呢?

1.作者想象力强大，尽管还是早期的科幻小说，却依然有它
的魅力。这个很值得自己学习，只有让自己思维活跃，才能
思考敏捷，更好的理解事物。

2.心理史学，老实说，我很喜欢这个理论。不过很含糊，而
且貌似是不可能存在的，但相对来讲，它的地不亚于机器人
三大定律。可惜这本书讲得太少，谢顿也只露面几次。

3.唉，控制思想，有如此简单么，也许，要认清很多事物，
一定要充分。

4.看下能找到下几部不，这部也只是草草看了下，感触不是
很深。以后再研究。

5.就是这样了，完。

基地读后感急篇五

有我的地方,就没有你,对吧?在看了snsd中徐贤的几个视频后，
才知道爱读书的人也喜欢写读后感。虽然，我看书少，但好
的习惯也是要学到来的。难得今天看完了一本书，就写一下
好了。

《基地》是一本怎样的书呢？额，我也不大清楚…作者可是
大大有名，叫艾萨克?阿西莫夫。最有名的是他的机器人三大
定律(这个很牛的)。我也说大不来。

基地则是说写的银河系历史，是科幻小说。里边有个很牛的



理论，叫心理史学，一个很牛的数学家，他发明了这个东西，
通过这个，他可以预测银河系的未来。并知道了盛极一时的
银河帝国将会衰亡，并将由此度过长大三万年的黑暗时间，
为了将这个时间缩短到10，他组织了一群科学家，在银河系
的边缘地方dd端点星成立了一个叫基地的组织，为了对抗的
银河衰亡而战斗着。

基地是这个系列的第一部，整本书由5个中短篇组成。看完这
本书花了我两个下午，也因为时间比较仓促，可能还有很多
地方没了解到。第一次只看到前2个故事，到今天花了一下午，
到最后差点看不完，就看快了些。现在有内容都几乎不记得
了。

书里有3个牛人，第一个就是数学家谢顿，创立了心理史学，
可以预测未来。成立了基地。第二个就是端点星也就是基地
的第一任市长，哈定。利用宗教控制了对基地虎视眈眈的四
国，而且用宗教传播科学。控制了周围的国家。第三个人是
候洛，出身于基地外的星系，最终却当上了基地的市长，并
用商业战败了最后的敌人，本部书就结束了。

书是写与196几年的，所谓的科幻是那个时候的科技，其实还
是差了很多，至少还没有计算机，不过这并不能掩盖这本书
的精彩，可预测未来的心理史学，虽说在现世不可能成立，
但仍十分出彩，利用宗教传播科学，控制国家，这段是本部
书看的最爽的部分，哈定这个人在书中是个了不起的英雄人
物。之后的候洛在宗教无法控制的情况下，解决了第三
次“谢顿危机”。商业打败了武力。

记录一句话:最后使用武力的都是无能者。

看完书有什么感想呢？

1.作者想象力强大，尽管还是早期的科幻小说，却依然有它
的魅力。这个很值得自己学习，只有让自己思维活跃，才能



思考敏捷，更好的理解事物。

2.心理史学，老实说，我很喜欢这个理论。不过很含糊，而
且貌似是不可能存在的，但相对来讲，它的地不亚于机器人
三大定律。可惜这本书讲得太少，谢顿也只露面几次。

3.唉，控制思想，有如此简单么，也许，要认清很多事物，
一定要充分。

4.看下能找到下几部不，这部也只是草草看了下，感触不是
很深。以后再研究。

5.就是这样了。

基地读后感急篇六

最近，我读了一本书，叫做——《银河帝国·基地》虽然有
点儿乱，但是我还是对这本书中的三个不可缺少的人物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哈里·谢顿是一个非常有预见的、愿意为了事业来奉献所有
的人。而且是他和一大群科学家在端点星建立起这个基地的，
他用强大的科技让基地生存下去。

塞佛·哈定是这些科学家之一。他让这个基地崛起了，还用
宗教来让基地更加神秘，同样，他也有敢于挑战权威的勇气。

侯伯·马洛也十分厉害，他不但利用自己的能力来让基地扩
张，而且更可贵的是他还有自己的独立的想法。

通过这三个人的故事以及他们三个人的性格特点我觉得这是
现代非常缺少的一些性格。

现在有许多许多的人不像塞佛·哈定一样感于击挑战权威当



然，这也包括我，而要一味地认为权威说的话一定是对的，
不敢有句否认。可是，权威也是人啊，谁不会有出错的时候
呢？人人都有出错的时候，所以，我们应该要有敢于去挑战
权威的勇气（可是不能胡说八道or不事找事）。这样，总是
会尴尬的，毕竟“阳光总在风雨后”嘛。

同时，我们也要有自己的想法，不然，慢慢地“软饭”（指
只听人家的想法而自己不去想）吃多了就会有成为一个没有
自个儿主见的人了。这是最可怕的事儿了。听家长们说：如
果一直不思考的话大脑就会生锈掉，到后来不能再运转了。
所以，我们要多去独立思考，要像鸟儿一样，努力冲破鸟笼
的拘束，飞向蓝天的怀抱。

基地读后感急篇七

终于在奔波中看完了这一系列的7本书，回味无穷。在看书的
时候就在考虑怎么样来书写自己的感受，却发现犹如陷入银
河的浩瀚中，四处都在闪亮，却难以理出头绪。今天回看了
自己在看完《银河帝国基地》时候的读后感，重温了初读书
时的感受，也解答了之前自己的一些困惑，不如就着上一篇
提到的问题，一并谈谈自己的思考。

首先是哈里谢顿创立心理史学和建立基地的动机。这部分内
容在第4、5部(即《基地前奏》《迈向基地》)中有详细的过
程，讲述哈里谢顿是如何从一篇论文开始，一步步走向创立
心理史学以及建立基的过程。据说这两本书是阿西莫夫在生
命中最后五年完成的，通过这两本书为他最爱的主角哈里谢
顿立传。我在阅读的时候，也采用了作者书写的顺
序：1-2-3-6-7-4-5，最后阅读的这两本书，让整个系列的情
感得到了极大的升华。当你从端点星的第一次危机开始，在
经历了基地-骡-第二基地-盖亚星系-回到地球的整个历程之
后，回看恍若神明般的哈里谢顿是如何创立出他那惊世骇俗
的心理史学，颇有有一番滋味。不得不说，小说对人物的塑
造太成功了，读者不仅仅跟着人物经历了历险般的奇遇，更



重要的是感受到了从32岁到82岁这期间人物的成长，相比之下
《三体》中的人物经历乏味的可怜。哈里谢顿在夫铭的期望
下，在铎丝的保护下不断逃亡，不断思考，终于找到了建立
心理史学的可行方式，也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自称是记
者的夫铭，不仅仅是帝国的首相丹莫刺尔，而且是传说中的
机仆丹尼尔，而一直保护他的铎丝竟然也是机器人。然而他
已经深深的爱上了她，并愿意携手相伴，即使她是个机器人，
无法生育。为了保护谢顿，铎丝遭人暗算而停摆，在临终前，
她对谢顿说：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爱，让我成为了真正的
人类。铎丝的离去成为了谢顿心中难以愈合的伤口，而对铎
丝的爱正是是他研究创立心理史学的动机之一。并不是为了
拯救什么，得到什么，只是因为能够和她在一起。

其次是关于女性角色偏少。读到后来才发现，书中的女性角
色是如此的出彩，各个都是拯救银河系的好手。阻止了骡的
贝妲、鬼灵精怪的艾嘉蒂娅、强权执政的布拉诺市长、全能
少女宝绮丝、以及谢顿的爱人铎丝等等。与《三体》中女性
角色纯为摆设截然不同，每一个女性角色不仅仅活灵活现，
而且都在关键时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者对性别的差异以
及各自的优劣势都有着相当精妙的把握。在基地初期，开拓
疆域是发展的首要任务，因此男性角色偏多，性格也都是英
雄式的聪慧与勇敢。而随着基地的发展，象征精神力量的第
二基地的登场，女性的戏份越来越多，甚至最后的男主崔维
兹的直觉式思考，都让我觉得非常的女性化。而最终出现的
双性人，更让我觉得作者的格局确实很大，不仅没有歧视任
何性别，甚至在思考超越性别的人类会如何发展。

最后想说说我的收获。又要忍不住说，读经典的好处就是每
一次阅读都能够有所收获。这一遍下来，最大的启发是心灵
控制，它拓宽了我的沟通思路。

首先是对超越语言沟通的极力赞同。在《安德的游戏》中虫
族就是用思维沟通的生物，包括植物形态的猪仔也是一样，
甚至三体人也是思维沟通。语言是思维的碎片，正是语言与



思维之间的差异才导致了人类的分离与猜忌。日常中太多沟
通都是通过语言、文字完成的，且不说故意和假装这两个极
大的障碍，即使是想要好好说话，也会出于自身表达和理解
的差异，造成沟通中的问题。家庭关系中糟糕的沟通莫不是
如此，近年来各种提升家庭中沟通技巧的培训比比皆是，间
接说明了这个市场的巨大潜力。

其次是正确看待影响他人的利弊。因为有意识地影响一个人，
最终导致了这个人的改变，在我看来是非常不正确的一件事，
因为这妨碍了他人的自由选择。所以一直以来，我都是极力
避免对他人产生影响。然而阅读这部为大的未来史，让我更
加深刻的认识到了一件事，就是没有人拥有绝对的自由，自
我对他人的影响根本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大。过去自以为为
他人自由着想的看法，更多的还是源于夸大了自我的重要性。

最后是摆脱对情感利用抵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理性的
思考于我而言成为了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感情的共鸣常常
发生在阅读或者观影甚至听歌的时候，在遇到事，遇到人的
时候，尤其是分析问题的时候，常常会忽略掉情感的因素。
这样做当然是为了获得更客观的视角，实际上却变得不那么
客观。人类和机器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人是忠于自己情感的，
为了忠诚、为了名誉、为了爱情、为了尽孝、为了很多虚无
缥缈的感情，来调整目标，付诸行动。在很多影视剧中，都
有坏人利用他人的情感牵绊而达到自己目的的情节，因此默
默地认为这是一件坏人才做的事情。但这次对情感控制思路
的打开发现，曾经看到的这只是情感利用的一种而已。我们
都是凡人，无法“调整”别人的情感，然而如果可以将自己
的目的在其他人情感上找到适合的实现途径，也是一件一举
两得的事情。我们都有为情感驱动而获得的充盈幸福感，这
从不因为同时做了其他事情而减弱。

[银河帝国1基地读书笔记]


